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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其實新約的啟示完全印證了創3.15的話﹐撒但和其從者

才是我們真正爭戰的對象。 

3. 教會至終的勝利(404) 

 舊約和新約多處的預言﹐最後都匯集到啟示錄。基督和祂

的選民將贏得最終的勝利。 

第14章思考問題 

 身為基督徒﹐你應當參加國防的軍隊嗎？若參加了﹐你會

開槍殺敵嗎？還是說你會是一位良心反戰者？在二戰時﹐你會

將猶太人藏在家中嗎？ 

 

第十五章 神恩賜舊約(405) 

「沒有給予之處‚ 加上律法；加上律法之處‚ 給予恩惠。」 

巴斯卡﹐沉思錄。7.522 

經文：出埃及記19-24章 

I. 引言(405) 

 滿了三個月﹐以色列民來到西奈山下﹐在此與神立約；藉

此﹐神要將他們建立為在地如天的敬拜社區/民族/國度。 

 19-24章有三個重點：立約的前奏(19)﹑律法(20-23)﹑立約

儀式(24)。十誡是其核心。然而基督教本身在這些年世俗化﹐離

開十誡之道德律﹐是為警號。 

 律法(תּוֹרָה x219)一字的原意是問答式的指教﹐它強調乃是神

與祂的百姓之間的問答式的教訓﹑指引﹐而非那些誡命規條等

等﹐參見申17.11﹐「要按他們(=祭司們)所指教你的律法」；耶

18.18﹐「來吧﹐我們可以設計謀害耶利米﹐因為我們有祭司講

律法…可以用舌頭擊打他。」用這兩個負面使用此字﹐我們可

以揣摸它的正面使用的意義了(p. 405, fn. 1)。 

II. 開始立約(出19.1-25. 406) 

 摩西在本章裏三次登山：19.3-6, 8b-13, 20b-25…有三天之

久。 

A. 循環一：盟約的基礎﹑動機與目的(19.3-8. 406) 

 基礎(19.3)是神的呼召﹐參申7.7-9, 9.1-6。 

 動機(19.4)是回應神的揀選和救贖… 

 目的(19.5-6)：屬我的子民( סְגֻלָּה)﹑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

民。這三點集中的意思乃是神的百姓乃是祭司的國度﹐是敬拜

神的祭司﹐宇宙性的。現在神要和他們立約﹐恩約﹐也是一種

婚約。這目的是神的永旨﹐回應創1.26-28﹐參見彼前2.9-10。 

B. 循環二：(19.9-15. 408) 

 百姓們在19.8講了一句饒有意義的話…摩西雖是中保與神面

對面交通﹐但是百姓們自潔後﹐在山腳下可以聽到神啟示的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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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循環三：摩西與亞倫有別(19.16-25. 408) 

 19.16-19a, 20a是神的顯現﹐這樣的顯現是救恩史上第一次﹐

它的語彙在爾後的詩篇和先知書裏不斷地提起使用： 

19.16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

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19.17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

接神﹐都站在山下。19.18西奈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

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地震

動。19.19角聲漸漸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說話﹐神有聲音答應

他。19.20耶和華降臨在西奈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

摩西就上去。(參20.18-21﹐來12.18-21) 

神降卑來與人立約。按說﹐神的顯現是何等光明透亮﹐可是

20.21卻提及了「神所在的幽暗」！那是人不能靠近的光裏吧﹐

那是至高者的隱密處(提前6.16, 1.17﹐詩91.1)。 

III. 約書(出20-24章. 409) 

A. 引言(409) 

1. 形式(409) 

 ANE沒有神與人立「約」的例子﹐然而類似的律法卻有：

宗主~附庸盟約(Hittite 赫人的suzerainity~vassal treaty)與西奈山之

約且有驚人的相似性。它含有以下的因素： 

前言(preamble﹐出20.1) 

歷史序文(20.2強調其救贖性的深遠意義)：有如福音 

約束條文(stipulations﹐20.3-17)：命令語氣 

條文登出(provisions﹐申10.1-5 [兩塊法版及法櫃], 31.9-13, 

24-25 [律法交給祭司﹐住棚節期唸給百姓聽]﹐出24.4) 

神聖的見證(申30.19-20) 

祝福與咒詛(利26章﹐申28章) 

救贖的恩典是神顯現的根基﹐其意義不可被後者的威嚴掩蓋

掉﹐雖然只用了20.2 (參19.4, 申5.15)短短的話語。NIVSB在申命

記的大綱裏﹐就用這種ANE的盟約方式來鋪排全卷申命記。 

 張註：以下是R. Allen Cole, Exodus. TOTC. (IVP, 1973.) 149. 

前言(19.1-25) 

歷史性序言(20.1-2) 

重大的誡命(20.3-21) 

進深的要求(20.22-23.19)＝約書 

咒詛與賜福(23.20-33) 

同意立約(24) 

咒詛與賜福之落實(32.1-34.35, 39.32-40.38) 

2. 結構與內容(411) 

 十誡究竟怎麼數算呢？十誡( ים   הַדְּבָרִֽ רֶת  עֲשֶׂ֖ 34.28﹐申4.13, 

10.4)是來自經文身的﹐天主教﹑東正教﹑路德宗等的分法與改

革宗不同。和合本譯文是跟著KJV﹐乃改革宗的分法。 

 後者較好。主要的講究是20.3與4-6的涵意不同。論及敬

拜﹐其對象(3)﹑方式(4-6)﹑心態(7)﹑實行(8-11)等﹐都需要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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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啟示。所以把20.3與4-6合為第一誡﹐不當。 

B. 十誡的超越性(412) 

 雖然犯了一條﹐就是犯了眾條﹐但十誡在眾誡命中佔有特

殊重要的地位。 

1. 地位 

 20.1-17的十誡是神從西奈山頂直接親口宣示給祂的百姓的

(參19.23, 20.18-21)﹐與其後的約書(20.18-23.33)者不同。申5.23-

32有更詳細的記敘當日的光景。 

 十誡有特殊崇高的地位﹐也是永垂不朽的道德律。 

2. 較佳的啟示形式(413) 

 直接口述對比透過摩西的中介。 

3. 置入約櫃內(413) 

 聖所是按天上的樣式建立的﹐約櫃是至聖所內神的心坎

了。十誡放在其內說明了它是神的心跡﹐啟示神的道德品格。 

4. 不限用於此地(413) 

 但是另一面﹐它是「放諸四海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

參羅2.15﹐道德律刻在人的心版上﹐是因為人是按著神的形像造

的﹐這是普遍恩典﹐但也是末日審判的根據。  

5. 稱之為「約」﹐是正典的基礎(4144) 

 十誡~約(בְּרִית 申4.13, 9.9, 11指十誡)是正典的基礎﹐由此開

始發展出約書(出24.7-8)。 

6. 對以色列家個說話(414) 

 這是和約書不同之處。 

C. 十誡的解經(414) 

 前四誡有講原委﹐後六者無。 

1. 與神有關的誡命(20.1-7. 415) 

1a. 第一誡：沒有別神(415) 

 不是自然神。反對比較宗教學的演化說。申4.39﹐「再無別

神」就是「不可有別的神」的意思。 

 ANE的語言的「神」其實是鬼魔(申32.17-21)。林前8.4-8也

為第一誡提供了註釋。偶像崇拜是因罪而起(羅1.21-23)。 

 雅典人所拜的「未識之神」(徒17.23)﹐合符第一誡嗎？ 

1b. 第二誡：不可為神做像(416) 

 20.4的「也不可」前的連接詞之詮釋﹐很有講究。和合本的

譯法：「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

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是傾向於反對藝術了。ESV, 

NASV都從KJV﹐與和合本同。 

 NIV的譯法—“"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an image in the 
form of anything in heaven above or on the earth beneath or in the 
waters below.”—有一優點﹐是用第二句來修飾主句﹐不獨立

的。換言之﹐只在禁戒拜偶像﹐並未反對藝術。 

 結18章：明言反對祖宗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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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註：金牛犢事件中(出32.4-6)﹐以色列人用埃及拜偶像的

方式來敬拜耶和華。他們四十年之久在曠野裏拜摩洛﹑理番

星﹗(摩5.25-26﹐徒7.42-43) 用拜偶像的方式來敬拜耶和華。 

 士師時代的米迦用銀像來拜耶和華﹐就敗壞了但支派。以

色列人進迦南後﹐學會在邱壇/高地上祭拜神(撒上9.12-14, 19, 25, 

10.5, 13﹐王上3.2-4﹐代下33.17等)。神早就命令要摧毀邱壇(民

33.52)；「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那裡獻祭燒香」﹐是

列王記裏經常出現的經文。18 許多敬虔君王雖然打掉了拜偶像的

邱壇﹐仍未打掉拜耶和華的邱壇啊﹗惟有希西家王和約西亞王

將後者也打掉了﹐澈底揚棄了迦南人祭拜的方式﹐而嬴得了神

的稱許(王下18.4-5, 23.8, 25)。 

 摩西時代的銅蛇變為偶像﹐希西家王敢於將它打碎﹐顯示

了他明白第二誡的意義。 

 敬拜的方式需要啟示﹐出埃及記一再地說﹐「都要照著在

山上指示你的樣式。」(出25.9, 40, 26.30, 27.8﹔參民8.4﹐代上

28.12, 11, 28.19) 不是按當時的文化。在敬拜的方式上﹐我們沒

有自由到可以離開聖經﹐任憑人意來選擇。 

1c. 第三誡：不可妄用神的名字(419) 

 耶穌所說的﹐要用心靈來敬拜父﹐是此誡的正面版本。 

 
18 「邱壇」一字在舊約出現73次。八次提到「邱壇還沒有廢去」﹕王上15.14, 

22.43﹐王下12.3, 14.4, 15.4, 35﹐代下15.17, 20.33。 

2. 過渡：第四誡：安息日(420) 

2a. 解經(420) 

 最長的敘述… 

2b. 原委(421) 

 因為神創造天地…這誡命是給普世人類的。 

 因為神救贖以色列…申5.12-15 

 成為神的百姓之記號(出31.12-17) 

 神要成全祂的工作：創造(創2.2-3)﹐救贖(詩95.7-11﹐來4.9-
11) 

2c. 在新約裏的安息(424) 

 西2.16-17安息日指向基督(安息日的主﹐太12.8)。 

 第七日變為主日(頭一日)﹐因為基督的復活… 

3. 與人有關的誡命(425) 

3a.第五誡：孝敬父母(425) 

 正面敘述…帶著應許… 

 孝敬/敬畏…不孝的判決… 

3b. 第六誡：不可取無辜人的性命(427) 

  

3c. 第七誡：不可犯姦淫(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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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第八誡：不可偷盜(430) 

  

3e. 第九誡：不可做假見證(431) 

3f. 第十誡：不可貪戀(432) 

 張註：十誡的釋經法： 

－優序律﹕敬愛神優先於愛人 

－積極律﹕由消極的到積極的 

－內化律﹕由外在的到內在的 

－逆反律﹕由正向的到反向的 

－擴大律﹕由個例的到類別的 

－團體律﹕由個人的到團體的 

－處境律﹕由字面的到當代的 

出20 十誡 內容 推廣 有關倫理議題 
3 一誡 只一位神 敬拜對象 宗教多元化﹑人權﹑基因工程 

4-6 二誡 不拜偶像 敬拜方式 藝術﹑巫術﹑算命﹑祭祖﹑拜偶

像…. 
7 三誡 不妄稱神 敬拜心態 起誓﹑口頭禪 

8-11 四誡 當守主日 敬拜優序 主日工作﹑主日渡假﹑工作 
12 五誡 孝敬父母 敬重權柄 教養子女﹑政教問題﹑老人問題﹑

革命﹑不作順民 
13 六誡 不可殺人 尊重生命 墮胎﹑安樂死﹑死刑存廢﹑正義

戰﹑難民移民﹑社安﹑公醫 
14 七誡 不可姦淫 兩性道德 同性戀﹑女性主義﹑離婚再婚﹑代

孕﹑借精借卵 
15 八誡 不可偷盜 尊重財產 工作倫理﹑休閒﹑財產法﹑稅制 
16 九誡 不可偽證 傳媒倫理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17 十誡 不可貪戀 心靈聖潔 資本vs共產﹑世界糧食分配﹑環保

問題 

 

D. 典章(出20.18-23.33. 433) 

 有別於十誡部份。摩西又要登山了﹐這是第四次(20.21)﹐應

是帶著亞倫同去的(19.24)。 

1. 序言(20.18-26. 433) 

 經中保摩西之手傳給選民。漢摩拉比法典(c. 1850~1750 BC)

與之有類比之處。 

2. 典章(21.1-23.19. 434) 

 這些規條是十誡之應用。社區與民事(21.2-11)﹐個人傷害

(21.12-36)﹐保護財產(22.1-15)﹐社會責任(22.16-31)﹐公平與憐

憫(23.1-9)﹐安息年(23.10-13)﹐三大節期(23.14-19)… 

 有許多良心個案的判決… 

3. 跋語(23.20-33. 434) 

 十誡與約書是選民在應許之地得福的祕訣。 

 使者(23.20)…戰士(23.2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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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盟約打上印記(24.1-18. 435) 

 出20.18-23.33是所謂的約書﹐乃根據十誡而有的規條。現在

摩西要下山﹐將約書讀給百姓聽。他們說﹐「我們必遵行。」

(20.3) 於是摩西將約書寫下來。 

 接著的是正式立約﹐即西奈山之約(24.4-8)﹐其中包括將約

書再度地唸給他們聽﹐惟在他們委身說﹐「我們都必遵行」

後﹐摩西(不是亞倫)將平安祭的血灑在百姓們的身上﹐說﹐「你

看！這是立約的血﹐這約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所立

的。」(24.8b) 

 張註：Waltke對24.9-11這小段精采的﹑榮耀的片段﹐沒有註

釋。這等於是立約之後的聖餐。立約是在平地﹐老百姓都可以

參與﹐但享受這場聖筵就只有七十長老等﹐而且地點是在半山

腰。他們面對面遙遙地看見了神的榮面。西奈山變成了錫安山

了。 

IV. 舊約與新約的關係(耶31.31-34. 435) 

A. 引言(435) 

 西奈山之約是自有者與祂的百姓之間立約關係的展現﹐在

亞伯拉罕之約的框架下。大衛之約也藉著遵守西奈山之約而得

蒙福氣。新約承受了十誡的內容。 

 約書反映了神的屬性。耶穌在馬太福音裏的談話顯示它是

永遠的(5.18)﹐推崇舊約(5.19, 21-24, 27-32…)﹐用愛神與愛人來

涵蓋律法﹐可是祂排斥律法主義 (legalism, 9.12, 23.27-28﹐路

16.15, 18.19)﹐廢棄了一些儀禮律(可7.14-19)。 

 律法的三重目的：教育的(pedagogical)﹑民法的﹑道德的。 

B. 二約之間的連續性(438) 

 (1)都是賜給以色列家的(出19.3﹐耶31.31)； 

 (2)都在蒙贖之後﹐出埃及與脫離巴比倫(耶30-31章)； 

 (3)都在祭物死了以後生效的﹐約可稱為遺命(來9.16-17)； 

 (4)二約的實質都是一樣的﹐即律法(耶31.33)。 

C. 新約對舊約的超越性(439) 

 這個優越性可由以下的圖表來看﹐一目瞭然： 

話題 舊約 新約 經文 

時程 歷時的 
Diachronic 

同步的 
Synchronic 

羅8.9 

中保 摩西 基督 來3.1-6, 8.5-6 

媒介 石版 心版 林後3.3 

工具 墨水 聖靈 林後3.3 

責成對象 以色列 神 來8.6 

約束 肉體 聖靈 羅7-8章 

時效 暫時的 永遠的 來9.11-14 

罪人身上果效 定罪 稱義 羅7.12﹐林後3.9 

信徒身上果效 成聖/孩童 成聖/兒子 加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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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物 動物 基督 路22.20 

 在西奈山之約﹐是用齣歷史大劇來展現以色列人的得贖﹐

過紅海﹐來到山下立約。在新約則端視聖靈在蒙恩者身上的工

作了﹐與人的信心回應是同步的。 

 中保的對比也顯出新約的優勝(參加)。基督被稱為更美的中

保。 

 林後3.3用立約的媒介與工具來對比其優拙。 

 新約對比舊約還有一個驚人的優越處是﹐它責成立約的神

自己﹐而非像以往的西奈山之約責成神的百姓。它是應許之

約﹐是出於神的白白的恩典。 

 與上述關連的就是兩約所約束的對象。一是對付人的肉

體﹐另一是責成施恩的靈。 

 它們的果效立見高下：暫時對比永遠。 

 林後3.9也對比兩約在罪人人身上的果效。 

 加拉太書4.1-7是一段不易懂的經文﹐論及兩約時代性的差

異。如果說那一項恩典最能突顯新約的話﹐那就是兒子的名分

了。這是新約眾恩惠的冠冕。 

 基督是舊約祭物的所預表的本體。當基督在最後的一晚設

立聖餐時﹐祂正式宣告新約的諦訂。惟有這本體之祭物是一次

永遠的。 

D. 新約的實施(442)  

 新約不只是出自耶和米之口﹐其實眾先知都指著這一個榮

耀說預言的。以賽亞沒有用「新約」此一詞彙﹐但它的意義充

斥在他的預言之中。他們所預言的新約從那時代到基督的降

生﹐其應驗也是「業已實現﹑尚未臻於圓滿」的概念。 

1. 啟始(Inauguration. 442) 

 耶穌立約是一個起始… 

2. 持續(Continuation. 442) 

 Waltke用太13章的天國的比喻﹐來講在主再來之前﹐教會在

地上的進程。看得見的教會總有未重生之人混在其中﹐是稗

子﹐他們和麥子一齊成長。 

 提後3.1-8也預言在新約時代會有異端攪擾教會。可是教會

在新約的祝福下﹐她在選民身上會繼續有功用﹐直到主來。 

3. 圓滿(Consummation. 443) 

 天國比喻指向末日收成之時。詩篇72篇也預言這一天的到

來。 

第十五章思考問題 

 在你的生命中﹐十誡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在多元化的社會

呢？十誡的角色當如何實踐出來呢？ 

 


